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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购机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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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１８年山东省潍坊市中小农户农机购买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了不同时段农

机购置补贴额、农机购买决策者特征、家庭特征等对农户购买农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

农机购买行为趋于理性化，农机购置补贴效率大幅降低，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劳动者文化水平也会影响农机购置

补贴效果。农机购置补贴应以满足农户需求为出发点，增加补贴种类，合理确定补贴额度，加强农机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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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极大激
发了农户购买农机的热情，政策实施 ８年（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综合机械化水平增幅超过了政策实施前３０
年的总和。伴随着农机拥有量的快速增加，农机年

均作业时间减少，购机投资收益越来越少。虽然补

贴力度不断加大（补贴比例由不足 １％上升至



３０％），但农户的购机意愿仍大幅降低。相应地，中
央财政对农机购置补贴经历了由快速增加、迅速减

少到相对稳定的过程，２００４年补贴额仅 ０７亿元，
此后逐年快速增加，２０１６年高达 ２３７４亿元，从
２０１７年起，稳定在 １８０亿元左右，农机购置补贴政
策随外部环境而不断变化。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及其效果评价方式引起学界

广泛关注，也有了很多研究成果。ＫＥＹ等［１］
及

ＡＲＩＹＡＲＡＴＮＥ等［２］
证明购机补贴政策对农户购机

需求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潘彪等
［３］
运用 ＤＥＡ

Ｔｏｂｉｔ模型证明我国的农机使用效率呈阶段性变化；
纪月清等

［４］
研究发现，补贴资金能够缓解农户购买

农机时面临的资金流动性约束，提高了农户的农机

购买能力；侯方安
［５］
及胡凌啸等

［６］
提出，农机购置

补贴能有效增加农业机械存量；文献［７－１０］提出，
农机购置补贴能够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升农业生产能

力，增加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张宗毅等
［１１－１２］

认为，

土地流转、跨区作业、社会化服务等有利于提高农业

机械的利用率和农机装备技术效率；李卫等
［１３］
和余

世勇等
［１４］
分别使用随机前沿方法和 ＤＥＡ方法研究

了农业机械的生产配置效率，指出中国在推动农机

大规模使用的同时，农机使用效率下降；很多研究认

为，补贴会导致局部农机保有量饱和，在作业需求稳

定的情况下，致使农机使用效率下降
［１５－１７］

。

对补贴政策效果的评价包括补贴对农户行为和

农业产出的影响
［１８－１９］

两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基于

后者，基于对农户购机行为影响的研究
［２０－２１］

很少，

且这些研究以描述性分析为主，均未涉及农机购置

补贴金额对农机购买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农户为

经济人的假设，研究农机补贴额与农户购机行为之

间的关系，从而提出我国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建议。

１　研究方法

农户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下是否购买农机的行

为只有购买和不购买两种可能，属于离散型二元有

序变量。离散被解释变量数据计量经济模型包括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由于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需要对多
元正态分布的整体进行评价，应用受到限制。而

Ｌｏｇｉｔ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不要
求样本数据呈正态分布。故本研究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其回归参数进行估计。

模型基本形式为

ｌｎ
ｐ（ｙｉ＝１）
１－ｐ（ｙｉ＝１）

＝β０＋β１ｘ１ｉ＋β２ｘ２ｉ＋β３ｘ３ｉ＋μｉ

式中　ｐ（ｙｉ＝１）———农户购买农机的概率

ｘ１ｉ———个人特征变量
ｘ２ｉ———家庭特征变量
ｘ３ｉ———补贴金额
β０———常数
β１、β２、β３———变量系数
μｉ———误差

２　数据来源

选取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诸城市、安丘市为调查

样本区域。潍坊市在我国率先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农业发展方向。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常住 人 口 ９３７３万 人，城 镇 化 率 ６１８％，ＧＤＰ
６１５６８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实现 ５１１６亿元。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６９７７万 ｈｍ２。全市农业机械服
务组织３５６６个，农机户５２万多户，农机维修厂及维
修点４０４个，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００５万 ｋＷ。大型及
以上拖拉机６７２５台，联合收获机 ２６万台，玉米联
合收获机 １２万台，深松机 ８３９３台，免耕播种机
１８万台，谷物干燥机 １５９台。２０１８年全年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９２３％。

２００６年，在每个调研样本市选取 ３个乡镇、每
个乡镇 ３个村、每个村 １５户农户，共 １３５户农户进
行问卷调查。为了发现调查样本在研究期间的变

化，２０１８年又针对上述 １３５户农户进行了重复调
查。由于联系不上、举家进城打工、虽仍在农村但不

再种地等原因，最终仅获得８２份有效问卷。样本的
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 ＳＰＳＳ软件对 ２００６年及 ２０１８年都存在的

８２个样本数据分别进行 Ｌｏｇｉｔ分析。为了计算农机
购买行为对补贴额、收入等的弹性，对自变量取对

数。由于调查数据包含了两个调查年度购买农机和

未购买农机的样本，而且在 ８２个样本农户中有 ２９
个在此期间从未购买有购机补贴的农机，因此补贴

额为０。如果将这些样本农户删除，将会造成信息
的大量浪费。参照文献［２２］的做法，本研究将所有
未获得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户从 ０改为 ００１（即改为
非常小的值，这样小的补贴额不会对农户农机购买

行为产生影响，而且避免 ０不能进行对数运算的缺
陷）。

模型的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值为 －９２８９６３，Ｈａｎｎａｎ
Ｑｕｉｎｎｃｒｉｔｅｒ值为 ０７５２７，Ｒｅｓｔｒ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值为
－１０２４８６，Ａｖｇ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值 为 ０３７６９，Ｌ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值为 ２９１７４６，ＭｃＦａｄｄｅｎＲｓｑｕａｒｅ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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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购买行为 是否购买农机（Ｌｍａ） ０４７（００９） ０４１（０２２） 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补贴额 农机购置补贴额（Ｓｕｂ）／万元 ００８（１０９） ０３２（１１３） ０（０） ０７０（１２５６）

家庭总收入（Ｉｎｃ）／万元 ２５７（３７９） ２２１（４１９） ０３９（０５２） １３９８（２７００）

家庭特征 种植业收入（Ｐｉｎ）／万元 ０４８（０５７） １０３（０９２） ００３（００８） ８００（１２００）

耕地面积（Ｌａｎ）／ｈｍ２ ０３１（０４１） ０２７（０１８） ００５（０） ４８０（５４０）

家庭劳动力（Ｌａｂ）／人 ２１４（１９７） １３７（１２５） １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５００）

性别（Ｓｅｘ，１表示男，０表示女） ０９６（０９１） ０１９（０１８） 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

农机购买决策者特征 年龄（Ａｇｅ）／岁 ４８３３（５５７８） １０４０（９８７） ２１００（２６００） ８３００（８４００）

受教育年限（Ｅｄｕ）／年 ６９０（６６１） ３０２（３１７） ０（４００） １５００（１５００）

参加培训（Ｔｒａ）／次 ０７６（０９６） ０４２（０５１） 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注：括号内数字为２０１８年值。

０４７４１，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ＬＲｓｔａｔ）值为５６４×１０－５，表明
模型有较好的信度与解释力。计算结果如表 ２所
示。

表 ２　农户是否购买农机的 Ｌｏｇｉｔ模型回归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

ｆａｒｍｅｒｓｂｕｙ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Ｚ统计值 Ｐ
常数项 －３１５ ０６３ －５１ ０

Ｓｕｂ
９０４
（２２７）

０５７
（０３９）

３９３
（２８７）

０
（００１）

Ｉｎｃ
０４６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５）

３０６
（２９２）

０
（０）

Ｐｉｎ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２０
（０３１）

２８０
１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５）

Ｌａｎ
０３３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１８）

１７３
（１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９）

Ｌａｂ
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６７）

３８９
（０５７）

０
（０４２）

Ｓｅｘ
０３４
（０２１）

０４３
（０２８）

１１２
（０７３）

０１７
（０５６）

Ａｇｅ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７９
（０８２）

－３８３
（－４２５）

０
（０）

Ｅｄｕ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２７
（０３５）

１９９
（２３８）

００８
（００１）

Ｔｒａ
１８５
（０９２）

００９
（０１７）

５８６
（１９７）

０
（００５）

　　注：括号内数字为依据２０１８年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

３２　补贴额对农户购机行为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农户的农机购买行为趋于理性，农

机购置补贴对购机行为的边际效应下降。虽然农机

购置补贴一直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影响程度迅速降低。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机购置补贴额增加 １％，
２００６年农户的购机概率比增加 ９０４％，２０１８年，这
一数字降到２２７％。

２００４年调查区域购机补贴一般为 ２００～７０００
元，２０１８年增加到１５００～１００８００元，补贴种类也从

之前的仅包括耕、种、收作业几种产品，陆续增加了

运输、加工、畜牧养殖机械等。２００４年实施农机补
贴前，调查区域农机存量很小，很多农活依靠畜力完

成，每台拖拉机平均年作业时间 ７１９ｄ。当时还没
有出台土地流转政策，每个村人均土地基本相同，购

机农户除了自用，主要是为了提供农机服务获得收

入。虽然享受的农机购置补贴很少，但农机作业需

求量大，购机户可通过农机服务获得较高收入。因

此，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初期很受欢迎，农户想尽

办法获取购机补贴指标，导致农机购置行为中时常

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购机指标的紧缺，又使

有办法得到购机指标的农户盲目购机，农户购机需

求集中释放，造成农机市场虚假繁荣。

随着农机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以及机械性能的

不断提高，农机单机作业时间迅速减少。２０１３年，
调查区域单机年均作业时间降到 ２３６ｄ，农机作业
服务创收能力降低，农户购买农机的投资难以收回，

许多家庭因为购买农机而使生活水平降低，类似日

本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农机过度购置造成的“机械
化贫穷”现象，这部分农户开始甩卖不挣钱的农机。

同时，由于在此期间国家不断加大补贴力度，很多农

户见有利可图，不顾农机过剩的实际，继续购买农

机，造成农机作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２０１４年后，
随着农机作业收益的下降及农机作业市场趋于稳

定，农户购置农机趋于理性，购买农机主要考虑更新

换代和家庭需求，购机主体变为有作业需求的合作

社、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主体。

３３　家庭特征对农户购机行为的影响
由表 ２可知，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购买农机的

限制作用减小。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是农户购买农

机的主要限制因素，家庭收入水平低的农户，其农机

购买意愿也低。调查表明，２００６年农户购买农机出
资额的８１％靠自有资金，２０１８年，７３％靠银行贷款、

３５１第 ５期　　　　　　　　　　　　　　王文信 等：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户购机行为的影响



亲朋借款。调查区域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农村金

融的快速发展，使经济收入对农户购买农机的限制

越来越弱。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农户收入增加１％，２００６年农户的购机概率
比增加０４６％，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降到０１３％。

进一步调查发现，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间，农机购买
主体发生了分化：期初的农机购买者主要是中高收

入者，购买农机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农机服务获取收

益；近年的购机农户主要是中低收入者，购买目的主

要是自用。

种植业收入对农户购买农机的吸引越来越弱。

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

种植业收入增加 １％，２００６年农户的购机概率比增
加０２９％，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降到 ００８％，且显著
性也降低。农户购买农机的目的越来越多元化，早

期农户购买农机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农业产出及农机

服务收入，随着购机的经济约束减小以及国家鼓励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使用方便、成立农机合作社逐渐

成为农户购买农机的重要因素。

耕地面积对农户购买农机的影响越来越小，

越来越不显著。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农户耕地面积增加 １％，２００６年农
户的购机概率比增加 ０３３％，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
降到 ００２％，且越来越不显著。这是由于前期农
村人均土地面积相同，耕地面积大的农户除了农

机需求大，其家庭人口多，经济实力强，购买农机

更容易实现。而到了 ２０１８年，种植面积大的种植
大户已实现农机购置与更新换代，再加上国家从

２０１７年开始大幅降低补贴额，这部分农户减少了
大型农机具的购买。

３４　农机购买决策者特征对农户购机行为的影响
由表 ２可知，影响农户购买农机的机制发生了

变化。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农户家庭劳动力增加１％，２００６年农户的购机概
率比显著增加 ０１７％，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降到
００６％，且不显著。早期的农户购买农机首先满足
家庭农机使用需求，然后提供农机服务，这就需要家

庭有富余劳动力。近年调查区域社会化服务的迅速

发展，使农机购买者可以从自有土地上脱离出来，成

为专业农机服务者。户主性别对购买农机的影响越

来越不明显。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间，越来越多的妇女外

出打工、参与家庭购买农机决策。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影响了农户购买农机行

为。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户主年龄增加 １％，２００６年农户的购机概率比会减
少００６％，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达到 ００７％。２０１８年
调查样本户主平均年龄５５７８岁，比 ２００６年增加了
７４５岁。城市打工的收入越来越高，福利越来越
好，交通通讯越来越便利，对调查区域的年轻劳动力

吸引越来越大，农村劳动力大多年龄大、没有特长，

大部分人不会操作农机，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

因此这部分人不会购买农机。

文化程度在农机购买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根据计算结果，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户主

受教育年限增加 １％，２００６年农户的购机概率比增
加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这一数字增加到 ０１３％。随着
国家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青

年选择回乡创业，这部分人头脑灵活，知识面宽，对

机耕、机种、机收及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更加推崇，

成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主要推动者。

职业培训对农户购置农机决策影响越来越不显

著。从模型回归估计结果来看，参加职业培训这一

变量２００６年显著，但２０１８年不显著。主要原因为：
①初期农机存量小，农户缺乏农机使用知识，降低了
购买意愿。后期农机存量大，多数农户了解农机性

能及使用知识。②农机购置补贴没有对基层农机管
理部门的补贴，农机管理部门组织培训的积极性

不高。

４　结束语

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产业化发达地区农户购机

的促进效果呈现递减趋势。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

高，农户对农机购置补贴额越来越不敏感。农村劳

动力老龄化严重制约着农机装备应用水平的提高，

提高农村劳动者文化水平、增加职业培训对提高农

业机械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构建“由下

至上”的农机具购置补贴机制，根据农户需求合理

设置补贴，减少甚至取消达到农机具需求饱和区域

的购置补贴，对适合目前农村劳动者使用的多功能、

小型化、易操作的设备加大补贴支持，加大对新型

农业主体购买农机的补贴支持，加强对农户的农机

应用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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